
高中历史大单元主题教学的实践探索
—— 以

“

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视野看 中华民族的抗 日 战争
”

为例

〇 周美 闪 吴金香

《普通高 中历史课程标准 （
２０ １ ７ 年版 ２０２０ 年

修订 ） 》 明确提出 ：

“

重视以学科大概念为核心 ， 使

课程 内 容结构化 ，
以 主题为 引 领 ， 使课程 内 容情

景化 ，促进学科核心素养的落实 。

”

故笔者在教学

实践中依据课程标准进行 了 大单元主题教学的

初步探索。 下面以高一复习课
“

从世界反法西斯

战争视野看 中华 民族的抗 日 战争
”

的教学为例谈

点体会 。

一

、 依据课标教材 ， 建构主题

《普通髙 中历史课程标准 （
２０ １ ７ 年版 ２０２０ 年

修订 ） 》在教学实施建议 中提出 ：

“

加强历史横 向

联系 的整合 ， 即将同一历史时期 的 中外史事整合

在一起 ， 使 学 生 以 更 宽 阔 的 历 史 视野 进 行认

识… …如可将必修课程 中 的
‘

中华 民族的抗 日 战

争
’

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相关 内容 ， 整合为一个

新的学习 主题 。

”

我们基于主题 ， 将 《 中外历史纲

要 （ 上 ） 》 第 ２２ 课
“

从局部抗战到全国抗战
”

、 第

２３ 课
“

全 民族浴血奋战 与抗 日 战 争 的 胜利
”

和

《 中外历史纲要 （ 下 ） 》 第 １ ７ 课
“

第二次世界大战

升 ，不仅记得住 、记得牢 ， 对历史事件的认知也有

所创新 ， 形成 自 己 的观点 ， 对历史发展规律的理

解更加深刻而隽永 。

综上所述 ， 图片史料在历史课堂 中 的灵活运

用 ， 可 以 有效提高学生学习 历史 的兴趣 ， 帮助学

生获取历史知识 、领悟历史精神 、厚实历史素养 ，

让初 中学生逐渐从感性思维逐渐 向理想思维转

变和推进 。 在实际教学 中 ， 除 了依托各类文献和

网络平 台 ， 教师还可 以 充分挖掘本地 的历史资

源 ， 将相关历史遗迹 图 片 引 入课堂 ， 增强历史 的

既视感和亲切度 ， 让课堂氛 围更加 活跃 ， 以 务实

而深入的教法不断提高课堂教学质量和学生历

史思维水平 。

与战后 国际秩序的形成
”

进行了整合 。

课程标准对本课的要求是 ： 了解 日 本军国主

义的侵华罪行 ， 通过 了解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

抗战 ， 感悟 中 华 民族英勇 不屈 的精神 ， 认识 中 国

共产党是全民族团结抗战 的 中流砥柱 ； 认识中 国

战场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 ， 理解十

四年抗战胜利 在 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 中 的历史意

义 。 通过了解两次世界大战 ，理解 ２０ 世纪上半期

国际秩序 的变动 。 可 见课标对 《 中 外历史纲要

（ 上 ） 》第 ２２
、
２３ 课的核心要求为

“

抗战
”

，对 《 中外

历史纲要 （ 下 ） 》第 １ ７ 课的核心表述为
“

二战
”

， 整

合后的主题定为
“

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视野看 中

华民族的抗 日 战争
”

。

主题不 同 于专题的地方就在于需要一个明

确的价值立意 。 《 中外历史纲要 （ 下 ） 》第 １ ７ 课讲

述
“

１ ９３ １ 

—

１ ９４５
， 第二次世界大战从局部战争到

全球战争
”

， 《 中外历史纲要 （ 上 ） 》 第 ２２ 课要点 ：

１ ９ ３ １ 

—

１ ９ ３７
， 中华民族从局部抗战到全 国抗战 ； 第

２３ 课讲到 ：
１ ９３ ７
—

］ ９４５ ， 从全 民族抗战到世界反

法西斯战争 。 《 中外历史纲要 （ 下 ） 》第 １ ７ 课 内容

［
１

］ 李情 ． 让 图 片
“

说话
”

，
让课堂

“

活
”

起 来 ［ Ｊ ］
． 中

学 历 史教 学 参考 （ 下 半 月
？ 实 践 ） ，

２０２２
（
６

） ：

７ ８
－

７９ ．

［
２

］ 葛 东 华 ． 图 片 史料结合提升 高 中 历 史课 堂效率

［ Ｊ ］
． 基础教育研究 ，

２０ １ ７
（

１ ４
） ：

７５
－

７６ ．

［
３

］ 陈春华 ？ 合理使 用 历 史 图 片 ，
助 力 初 中 历 史教

学 ：谈历 史 图 片 在初 中 历 史课 堂 中 的 使 用 途径

［ Ｊ ］
． 当 代家庭教育 ，

２０２２
（
５

） ：
１ １ ２－１ １ ４ ．

［
４

］ 王芳芳 ？ 核心 素养下 历 史 图 片 在初 中 历 史课堂

中 的 应 用 ［
Ｄ

］
． 延安 ： 延安大学 ，

２０２０ ．

（ 作者地址／江 苏 省 南 通 市 通 州 区 川 港 中 学 ，

２２６３ １ ４
）

２９齡
－

Ｉ２０２４ 年 第 １ １ 期 （ 总第 ６ １ ５ 期 ）



３ ．通过梳理 中 国 抗 战及二 战 的 史

实
，
理 解 中 国 抗 战 胜 利 及 其 对

世 界 反 法 西 斯 战 争 胜 利 和 中 华

民族 伟 大 复 兴 的 历 史 意 义 ， 感

悟 中 华 民族 英 勇 不 屈 的 抗 战 精

神 ， 增 强 维 护 世 界 和 平 与 发 展

的 国 际视野 。

课 时 ３ ： 抗 日 战争的胜利

１ ．梳理 中 国 战 场 作 为 世界反 法 西斯 战 争 东 方 主 战 场 的 史 实 ，

认识 中 华 民族抗战胜 利 和世界人 民 的 联合斗 争 对世界 反法 西

斯 战 争 胜利 的 历 史 意 义 ， 形 成人类 命运共 同 体 意识 。

２ ． 回 顾 近代 史上 中 国 人 民反侵略 斗 争 史 实 ，
理 解 中 国 抗 战 胜

利 对 中 华 民族伟 大 复兴及世界和 平 与 发展 的 历 史 意 义 。

图 １

三 、依托任务驱动 ， 解决问题

在教学实施过程 中 ， 实现单元主题 目 标的整

体教学策略为将教学 目 标转化为单元核心任务 ，

以
“

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视野看 中华 民族的抗 曰

战争
”

内容为例 （ 如 图 ２ 所示 ） ， 每个单元核心任

务又通过若干基本 问题来落实 ， 体现单元主题 目

标和立意 ， 培育学科核心素养 。

每个基本 问题之下再依据教材 内 容设置 由

浅入深的 问题 串 ， 构成教学过程的逻辑层次 ， 学

生依据资料在解决问题的过程 中掌握知识 ， 发展

思维 ，提升认识。

单元核心任务 基本 问 题

任 务 １
：了 解 日 军

的 侵略 罪 行

（ 第 １课 时 ）

１ ．如何 看待二战起 点之 争 ？

２ ．如何对待 日 本 右 翼 势 力

否认侵华 的 言论 ？

从 世 界

反 法 西

斯 战争

视野看

中华 民

族 的抗

日 战争

任 务 ２
： 理 解 中 国

共 产 党 在 全 民族

抗战 中 的 中 流紙

柱作 用

（ 第 ２课 时 ）

１ ． 中 国 共 产 党 是 如 何 促进

抗 日 民族统
一 战 线 形 成 的 ？

２ ．如 何 认 识 中 国 共 产 党 在

全 民族 团 结 抗 战 中 的 重 大

贡献 ？

任 务３
： 认识 中 囯

抗 战 胜 利 的 历 史

意 义

（ 第 ３课 时 ）

１ ． 如 何理解 中 国 抗 战 胜 利

对 中 华 民族伟 大 复兴 的 历

史 意 义 ？

２ ．如何认识 中 国 战 场 是世

界反法 西斯 战 争 的 东 方主

战场 ？

图 ２

课时 ２ ： 中华 民族 的抗 日 战净

１ ． 梳理抗 日 民族 统一 战 线 形 成 过程 ，
认识 中 国 共产 党 在 统一

战 线 的 建立 、 巩 固 和 发展 中 的 巨 大作 用 。

２ ．概述正 面 战 场 和 敌后 战 场 的 抗 战 特 点 ，
认识 中 国 共 产 党是

中 华 民族 团 结抗战 的 中 流砥柱 。

３ ．认识 中 华 民族 团 结 抗 战 的 民族凝 聚 力 ，
认 同 中 华 民族 的革

命 文化 ， 拥护 中 国 共 产 党 的 领 导 。

２ ．通过梳理抗 战 史 实 ，
理 解 中 国

共 产 党是 中 华 民族 １ ４年 团 结抗战

的 中 流砥柱 ， 认识 中 华 民族 团 结

抗战 的 民族凝 聚 力 ， 对全 民族抗

战 形 成正确 的 历 史解释 。

教 学 参 考
入 走进课堂

恰为上册第 ２２
、
２３ 课中华民族抗战的世界背景 ， 主

题
“

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视野看 中 华 民族的抗 日

战争
”

体现 了 中 国立场与 国际视野 。 单元主题学

习 ，将中 国抗战置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的大背景

下 ，能够以更宏观的视野认识中华民族十四年抗战

推动国际合作 ，维护世界和平的 国际意义及对中华

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意义 ，形成大的历史时空 。

二
、 基于学情诊断 ， 确立 目 标

本教学主题的确立 ， 除依据课标教材外 ，

更基于学情 ，致力 于高一学生在合格考前学习 的

再提升。 通过学情诊断发现学生通过高一 的学

习 ，有一定的知识储备 ， 有浓厚的探究兴趣 ， 但不

能建立起 中华 民族的抗 日 战争 和世界反法西斯

战争之 间 的联 系 ， 缺乏 大 的 时空观念和 国 际视

野 。 故将本主题教学的思维发展点定位为 ： 大的

时空框架下提升对 中华民族抗战的历史认识 ， 增

强 国 际视野 ； 通过实证探究 ， 学生实证意识和历

史解释能力提升 。 参照学业质量水平 ２ 和水平

３
 ， 制定 出本单元主题教学 目标 ， 具体如下 ：

１ ．通 过 了 解 二 战 爆 发 的 背 景 ，

认 识 曰 本 军 国 主 义 侵 华 的 阴

谋 ， 综 合 多 种 类 型 的 史 料 ， 实

证 日 军 侵 华 暴行 ， 认 识 法 西 斯

主 义 破 坏 世 界 和 平 及 反 人 类 的

罪 行 。

课

时

课时 １ ： 日 军 的侵华罪行

１ ．

了 解二 战爆发 背 景 ， 认识 日 军侵华 的 原 因 和 本 质 。

２ ．分 析 关 于 二 战 起 点 的 多 种 观 点 ，
认识

“

九 一 八 事 变
”

是二

战 的序 暮 ， 中 国 人 民最 早奋起 反抗法 西 斯 。

３ ． 基 千 多 种 来 源 和 类 型 的 史 料 ， 实 证 日 本 法 西 斯 罪 行 ． 明 确

曰 本 从 历 史 和 现 实 反 思 战 争 的 应 有 态 度 ， 形 成 正 确 的 历 史

观 、 民族观和 国 家观 。

目

标

单

元

主

题

目

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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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德战争 、

太平 洋 战

争爆发
意 大利 二战

入侵埃 在亚

塞俄 比 洲 爆

亚 发

九一八 七 七 曰 本

事 变 事 变 投降

抗 日 民族统 中 国 加入世界 抗战
一 战 线 形 成 反法 西斯 同 盟 胜利

？ 联合 国反法西

家 宣 言 》斯 战 争

签署胜利

意 、 德 、

日 先后

投降

局部抗战全 国 抗战

开 始 时 间 最早 持 续 时 间 最 长

图 ３

教师通过问题 （
２

）

“

亚太战场抗击的法西斯

轴心 国是谁 ？ 哪些 国 家和 地 区对其作 战
”

并 出

示亚太战场形势 图 ， 进一步细化学生对亚太战

场的空 间认识 ， 为后续探究 中 国 战场 的作用奠

下面以任务 ３ 的问题 ２ 为例 ， 说明具体实施

过程 。 依据教材的 内容逻辑 ， 围绕
“

东方主战场
”

的 内涵将
“

问题 ２ 如何认识中 国战场是世界反法

西斯战争 的东方主战场
”

分解为如 下小 问题 串 ，

从而实现对基本问题的剖析和突破 ：

（
１

）
二战存在哪几个战场 ？

（
２

）
亚太战场抗击 的 法 西斯轴 心 国 是谁 ？ 哪

些 国 家和地 区对其作战 ？

（
３

） 中 国 战场在亚 太战场 的地位和作用 ？

（
４

） 中 国 战场对欧洲 战场 的作 用 ？

（
５

） 中 国 抗 曰 战争思 想对世界反法 西斯战 争

的贡献 ？

教师围绕以上 问题串创设历史情境 ， 学生通

过资料研 习 的方式 ， 在对 以 上 问题 的 解决过程

中 ， 深化对
“

中 国 战场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

方主战场
”

的认识。

围绕问题 （
１
）

“

二战存在哪几个战场
”

， 教师

出示 《第二次世界大战期 间 的世界形势图 》 ， 学生

结合形势图 ， 明确二战涉及亚太战场 、 欧洲战场 、

北非战场等主要 区域 ， 从而理解 中 国 战场在整个

二战 中
“

东方战场
”

的空 间位置 。 师生 以 时空轴

的形式 回顾中 国抗战过程和世界反法西斯过程 ，

明确 中 国战场开始时间最早 ， 持续时间最长的突

出特点 ， 构建大的时空框架 。

局 部 战 争全球战 争


定基础。

围绕问题 （
３

）

“

中 国 战场在亚太战场 的地位

和作用
”

， 教师出示 《 中 国事变陆军作战史 》 《人民

日 报 ？ 海外版 》等不 同来源的资料 ， 学生通过分

析 ，理解 中 国 人 民 的 英 勇 抗战拖住 了 日 军 的 主

力 ， 大大推迟 了 日 军南下发动太平洋 战争 的 时

间 ， 即使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 ， 中 国 战场抗击的

日 军兵力 ，
也大大超过 了太平洋战场上 日 军的总

兵力并给予盟军 以 战略上和情报上的重大支持 。

教师补充中 国远征军赴缅作战的相关资料 ， 学生

结合资料理解 中 国 还直接 出 兵协助 和配合盟军

作战 ，从而对中 国 战场在亚太战场的地位和作用

形成全面的认识。

围绕问题 （
４

）

“

中 国 战 场对欧洲 战 场 的 作

用
”

，教师 出 示欧洲 战场形势图 和苏联学者等不

同角度的资料 ， 学生通过史料研习理解 中华 民族

的团结抗战阻止了 日 军的北上 ， 并给予盟军战略

上和资源上的重大支持 ，从而理解 中 国 战场对欧

洲战场的胜利起到 了重要的作用 。

最后教师通过美 、 英 、 苏二战期 间 国 家领袖

对中 国战场的肯定和高度评价 ， 总结 中 国 战场在

第二次世界大战 中对亚太战场和欧洲 战场的重

要意义 。

围绕问题 （
５

）

“

中 国抗战思想对世界反法西

斯战争的贡献
”

， 教师出示毛泽东 《关于反法西斯

的国际统一战线 》等 内容节选 ， 学生通过研习 理

解中 国战场在战略思想方面还积极倡导建立世

界反法西斯同盟 ， 并实际参与 了世界反法西斯战

争的谋划和指挥 ， 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的最后胜

利作出重大贡献 。

通过以上任务驱动 、 问题解决的学 习 过程 ，

学生理解 中 国 战场在时 间 、 兵力 、 战 略 、 情报 、 资

源 、思想等方面 ， 从亚太战场到欧洲战场 ， 从军事

实践到战略思想等方面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

出 突 出贡献 ，从而认识中 国 战场是世界反法西斯

战争的东方主战场 ， 实现将教材结论情景化 ， 利

于学生构建知识体系 ， 落位时空观念 、历史解释 、

家国情怀等历史学科核心素养 。

走进像堂 丨

急丈 学 参 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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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 、借助单元作业 ， 提升认识

单元主题作业 的 设计 ， 利 于学 习 过程 的优

化 ， 在设计单元主题作业时 ， 要形式多样 ， 开放多

元 ， 既体现过程性评价 ， 又体现终结性评价 ， 既有

教师评价 ， 又有 同伴评价 ， 更有学生个人的评价 ，

要体系完整 ， 课前 、课堂 、 课后作业相结合 ， 注重

评价 目 标与教学 目 标的一致性 ， 使教学和评价围

绕学生学习这一 中心展开 ， 教学评相互促进 。 本

单元主题作业设计如下 ：

１ ． 课前作业 ： 以小组为单位进行实践探究 ：教

师设计探究活动记录表 ， 学生通过走访房 山 的遗

址 、遗迹 ，走进平西抗 日 战争纪念馆 、房山档案馆 ，

借助访谈等途径 ，搜集 日军侵华期间对房山 的暴行

以及平西抗 日 根据地军民抗击 日 军侵略的史料 ，并

依据材料形成初步的历史认识。 学生搜集 、整理 、

辨析史料 ，并依据史料形成 自 己 的历史解释 ， 培育

实证意识 ，涵养家国情怀等学科核心素养 。

２ ． 课堂作业 ： 教师依据单元主题 目 标和学习

任务设计评价任务 ， 贯穿学习 的全过程 ， 实现教

学评一体 。

３ ． 课后作业 ：教师设计如下分层作业 ： （
１

） 寻

找身边的历史 ： 为家 乡 的抗战英雄立传 。 （
２

） 以

“

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视野看中华 民族的抗 日 战

争
”

为主题 ， 自 拟题 目 ， 写一篇历史小论文 。 学生

任选其一完成 ， 以提升历史ｉＵＲ 。

表 １

学 习 任务 评价任务

第 １

课 时

‘ ‘

曰

军 的

侵 华

罪

行
”

任务 １
： 认识 日 军 侵

华 的 原 因 及本质
阐释 日 军侵华的 原 因 和本质

任务 ２
： 认识 中 国 战

场 是 二 战 最 早 开 始

的 亚 洲 战场

１ ． 以表格 （ 或 时 间 轴 ） 梳理二

战进程 。

２ ？ 认识九一八事 变 是 第 二次

世界大战 的序幕

任务 ３
： 实 证 日 本 军

国 主 义 和 法 西 斯 主

义发动战争的 罪行

１ ． 各 组 整理 ， 辨 析课前搜 集

的 地方 资源 。

２ ． 依据 教材 和 搜 集 的 史 料 ，

论述 日 军 侵 华 的 罪 行 ， 并 指

出 曰 本反思战争的应有 态度

第 ２

课 时

“

中

华 民

族 的

抗 日

战

争
， ，

任务 １
： 认识 中 国 共

产 党 推 动 抗 曰 民 族

统 一 战 线 形 成 的

作 用

１ ． 在 时 间 轴上梳理 日 军侵华

事 件 及 中 国 人 民 相 应 的

抗争 。

２ ． 解释抗 日 民族统一 战 线 形

成 的 原 因

任务 ２
： 认识 中 国 共

产 党 是 中 华 民 族 团

结抗战 的 中流砥柱

１ ． 通过表格建构 正 面 战 场 和

敌 后 战 场 的 抗 战 过 程 及

特点 。

２ ． 阐 释
“

全 民 族 抗 战
”

的

内 涵 。

３ ． 评述 中 国 共产 党在全 民族

团 结抗战过程 中 的 作 用

第 ３

课 时

“

抗

曰 战

争 的

胜

利
”

任务 １
：
认识 抗 战 胜

利 对 中 华 民 族伟 大

复兴的 历 史意 义

１ ． 以 时 间 轴或表格等形 式梳

理 比较 １ ８４０ 年 至 １ ９４５ 年 中

国人民反抗外 来侵略的 斗争

及其结果 。

２ ． 阐释抗战胜利 对 中 华 民族

伟 大复兴及维护世界和 平 的

历 史 意 义

任务 ２
： 认识 中 国 战

场 是世界反 法 西 斯

战争的 东 方主战场

阐释 中 国 战场在世界反法 西

斯战争 中 的作 用

总之 ， 单元主题作业的设计 ， 基于主题 ， 多维

设计 ；基于生活 ，关注情境 ；
基于学生 ， 分层实施 。

发挥着诊断与实践 ， 评价与反馈 ， 巩 固 与建构 的

作用 ， 与课堂学习构成一个完整的主题学习过程 。

通过以上实施过程可见 ： 大单元主题教学的

立足点不在于零散 、琐碎的知识 ， 而在于知识结

构 、学科思维以及学科核心素养的落位 。 所 以 ，

大单元主题教学是顺应新课改要求和趋势 的必

然选择 ， 我们也将在教学过程中不断探索 。

【 附记 】 本 文 为 北 京 市 房 山 区 苏 万 青 高 中

历 史 学 科 工 作 室 承 担 的 中 国 教 育 学 会 教 育 科

研规 划 课题
“

普 通 高 中 历 史 学 科 学 生 主 题 学 习

的 实 践 研 究
”

的 阶 段 研 究 成 果 （ 课 题 编 号 ：

２０２２０００５０５０ １ Ｂ
） 〇

（ 作者 地址／北 京 师 范 大 学 良 乡 附 属 中 学 ，

１ ０００００
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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